
责任编辑：符雅琦  张笑侠  美编：张晓晔  校对：董建敏
2022 年 6 月 21 日    星期二8版

激发人才活力    建设人才高地

宝鸡市委组织部  宝鸡日报社 联办 （总第三十八期）

能工巧匠看宝鸡能工巧匠看宝鸡

小酥梨种出大名堂
——记陕西省技术能手、千阳县水沟镇新中村农民刘云建

本报记者 王怀宇

坚持把梨树种好，是刘云建心中的执念，为此他奋斗了二十七年。这位千阳县水沟镇新中
村村民，将勤劳和智慧毫无保留地用在心心念念的梨树上，并创建了“燕伋酥梨”品牌。

整天围着梨树打转转，让刘云建由当初风风火火的农村青年，变成了年过半百的“农家大
叔”。岁月如梭，变了的是他被岁月侵蚀后的满脸皱褶，不变的是他仍然脚踏大地为梦想而忙碌
的身影。

追求梦想，终有收获。刘云建不但成为令人称赞的种梨能人，而且在第三届陕西省职业农
民技能大赛上获得农作物植保工第一名，随后又荣获“陕西省技术能手”称号。

一门手艺显本事
6 月中旬，正是夏收时节，

刘云建在自家的麦田里看了一

眼，觉得再等两天才能收割，便

一头钻进了自家梨树园里。这

个梨树园有 10 亩大小，用刘云

建的话讲 ：刚够我施展本事。

说到本事，刘云建最大的本

事在梨树上。他一个人种植了十

几个品种的梨树，早、中、晚熟齐

全，绿的、黄的、白的、红的、金

黄的 5 种果色。这些被他统称为

“燕伋酥梨”，现在每年根本不愁

销路。

“学好一门手艺很重要。”刘

云建说，1989 年高中毕业后，他

总觉得趁着年纪轻应该学习一门

手艺，就报名进入了千阳县果树

学校学习。

在学习期间，刘云建踏实、认

真、爱钻研，不到一年时间，被千

阳县园艺站聘为果树技术员。从

此，果树与他形影不离。

做了五年的技术员，刘云建

发现千阳果树产业比较落后，尤

其是梨树的种植还是一片空白。

“我决定回家种梨树，想为家乡争

口气。”刘云建说，千阳县昼夜温

差大，水土营养成分适宜梨树生

长，他要当这个“领头羊”。

瞅准市场空白，瞄准发展方

向，刘云建说干就干，雷厉风行。

他返乡创业，首先在自家的一亩

地里种上了精心选择的皇冠、早

酥蜜、七月酥等梨树品种，一路摸

索前行。

一个念头种好梨
虽然梨树的品种是刘云建精

心挑选的，他也掌握了不少果树

知识，但是在梨树作务上，还是遇

到不少难事。

“我就在果园里搭了一个草棚

子，经常吃住在果园。”刘云建当时

想，只要下苦功夫，肯定能成功。

结果，他错了。栽种了三年

的梨树，就是不结果子。他翻遍

了手头的书本，也没有找到准

确答案。

有一天，他听说山东有一位

教授，是研究梨树的专家，于是他

怀着急切的心情给这位教授写了

一封求教信。十天后，教授回信

了，不但给他详细介绍了种植方

法，还鼓励他不要灰心，坚持干下

去，一定会有收获。

接下来的一年里，刘云建按

照这位教授的方法，认真操作，终

于硕果累累，当年挣了两万多元。

“此次收获，让我深切体会

到了学无止境的真正含义。”刘

云建说，这也更让他坚定了种梨

树的信心。

从 2012 年开始，刘云建通

过陆陆续续流转土地的方式，将

果园扩大到 10 亩，为自己搭建

了一个施展本领的大平台。果

园面积增加了，干活的人却没

有增加。刘云建还是一个人除

草、施肥、修枝条、疏花疏果套袋

子……这些技术活儿，他不想让

旁人插手。问其原因，他说，他不

断引进新品种，需要全程记录下

它们的生长过程，也想给后来者

提供经验和帮助。

一生追求一件事
在刘云建家里的储藏室，有

三个大纸箱，这是他家的宝贝。

“宁舍一顿饭，不舍纸箱箱。”刘云

建的妻子笑着说。这三个大纸箱

全部装的是有关果木的书籍和杂

志。刘云建说，这些书和杂志，将

要陪伴他一生。

“我这辈子，就只干一件事：

把梨树种得更好！”今年已经

53 岁的刘云建一提起种梨树仍

然难掩激动，他说之所以能坚持

二十七年一直种梨树，除了干一

行爱一行的性格之外，还离不开

资金的支持。

刘云建所说的“资金”，其实

就是卖梨。如果家里产出的梨卖

不出去，梨树种得再好，到头来也

是一场空。

“晚上睡在园子里，天蒙蒙亮

开始摘梨，一大早用自行车驮着

两大筐梨上街去卖。”刘云建回忆

着、说着，眼神里流露出一种收获

劳动果实后的满足。

种梨树、卖梨、引进新品种梨

树，这三部曲在刘云建身上循环

往复，周而复始。这种坚持，不仅

给刘云建带来一年十几万元的收

入，还让他成为当地知名的大能

人，并且拥有上千名外地“专业粉

丝”，这些“粉丝”来自山西、甘肃、

河北等地，都是种植梨树的。

五年前，刘云建成立了“燕伋

家庭农场”，又组建起了果品合作

社，与村民一起抱团发展。

“拉枝条前，要先给枝条按摩

几下。”“砀山梨树，不敢环剥，必

须环切。”……刘云建利用微信，

将自己的实践经验告诉众多果

农。“搞不清楚的问题，我会请教

专家的。”他的微信朋友当中，有

全国各地十几位专家教授。

“我父亲是老党员，党龄有

50 多年了。”刘云建说，自己年轻

时，父亲经常教育他：看准的路，

再难走，也要坚持走下去。

心中有梦想，脚下有力量。刘

云建证实了这句话。

刘云建在他的梨树园里察看梨的长势

（上接第一版）特别是先进结构材料产业已进
入第一批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工程，
形成了以钛为主，钨、钼、钽等新材料加工、贸
易、服务为一体的完整产业链 ；汽车及零部件
产业发展良好，预计全年整车产量达到 20 万
辆以上，汽车及零部件产业总产值达到 780 亿
元 ；优势装备制造产业实力雄厚，数控机床、轨
道交通、石油机械等 60 多种产品销量居全国
乃至世界同行业前列 ；以烟酒、羊乳为主的食
品工业产业优势明显，市场认可度持续攀升。

成绩来之不易，发展鼓舞人心。前不久
闭幕的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明确提出要“强化
宝鸡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排头兵和副中心城
市地位”。这是省委对宝鸡发展优势的定调和
支持，是对宝鸡发展方向的定位和期待，更是
我们“加快建设副中心、全力打造先行区，奋
力谱写宝鸡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的机遇和动
力。我们务必要增强信心、锚定目标、加压奋
进、迎头赶超，按照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确定的

“一四五十”战略，进一步把项目建设特别是
工业项目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精心谋
划，实干争先，为推动宝鸡高质量发展蓄积新
动能、打造新优势、开创新局面。

项目贵在谋、重在干、赢在实。就今年
而言，时间即将过半。可以说，任务千斤重，
形势催人急。我们要着眼宝鸡的产业链、对
接国家的大战略、看清全球经济发展的大趋
势，谋定而后动，知止而有得。要通过对外抓
招商招大引强增量，对内抓技改延链补链强
链，聚焦“两新一重”、科技创新、先进制造业
等领域，实施一批强基础、增后劲、管长远的
创新型、龙头型、科技型重大项目，千方百计
提高项目的含金量、含新量、含绿量。要积极
落实省市部署要求，科学运作添措施，挂图
作战强作风，建成项目抓达产达效，开工项
目促进度力度，强力推进重点项目建设，确
保年度目标任务如期完成。

实干兴业，项目为王。这是一个以项目看
发展、以项目比实绩、以项目论英雄的奋进时
代，我们要勇当新发展理念的践行者、誓做高
质量发展的领跑者、争当高质量项目建设的
推动者，进一步增强“敢担当”的勇气、历练“勤
落实”的作风、涵养“抓发展”的能力，在招商引
资、项目建设、优化环境一线开拓创新显身手，
奋楫争先建功业，奋力谱写宝鸡高质量发展新
篇章，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奋楫笃行开新局
（上接第一版）
宝鸡虽是西部工业重镇，产业

基础雄厚，但面对各地竞相发展、

经济结构深度调整的浪潮，不抓住

机遇，就有可能产业优势式微、城

市吸引力递减。

据了解，今年以来，我市共

谋划前期项目 3671 个，总投资

3014.07 亿元。其中，“三农”建设项

目 1093 个，投资 579.85 亿元；基

础设施项目 1018 个，投资 731.02

亿元；工业产业项目 775 个，投资

815.47亿元；社会事业项目367个，

投资 241.97 亿元；商贸物流项目

235 个，投资 563.09 亿元；生态环

保项目 147 个，投资 58.01 亿元；

新能源项目36个，投资24.66亿元。

市发改委负责同志介绍，相较

于过去，今年宝鸡在项目谋划上，

更集中精力构建“45511”现代产业

体系，扬优势、锻长板、固根基、补

短板。再者注重结构优化，强调创

新驱动项目的引领力，回归本源打

造技术优势；把资本、土地等要素

的供给看得更为“金贵”，甄选战略

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现代农

业、现代服务业等效益比较大、产

出水平高的好项目。

朝经济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

化、结构更合理的方向演变，宝鸡

既有“乱云飞渡仍从容”的战略定

力，也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自信

坚韧。

新责任    新担当
今年以来，由市委书记、市长

牵头，每周组织县区和市级相关部

门主要负责人深入项目一线，观摩

调度，每季度打分亮分、现场点评，

做到常态化加压。供地难，到底在

哪卡壳了？为什么开工了，进度没

跟上？……

项目建设的“诸葛会”开得热

火朝天，不同意见在交流中碰撞出

火花，建设者的信心在不断树立，

找到了推动项目建设的“钥匙”。

“现场脸红心跳很正常，我们不

怕比，怕的是找不到方子！”县上一

位项目负责人告诉记者。各县区自

主开展县级重点项目现场调度，比

学赶超抓项目的氛围愈发浓厚。

“四看四比”周调度机制体现了

宝鸡市新一届领导班子的新责任、

新担当。全市累计开展市级现场调

度8次，高质量项目建设进展喜人。

今年以来，宝鸡高新区科技新

城钛及新材料产业园项目一天一个

样，天天有进展。累计完成投资10.9

亿元，一期 6栋厂房 16500平方米

轻钢厂房已封顶，28栋厂房正在进

行施工；园区办公楼主体1/2已封

顶，钢构工程1/3主体已完成，园区

85%地基基础施工已完成。已招引

钛及钛合金企业26户，年底前将陆

续竣工投产。一系列宽幅板、型材、

海洋和石油用管路等高品质项目，

将助力钛产业向高端迈进。

金台区蟠龙新区续写城市“北

延”新篇章。围绕“产业新城”目标，

在龙源工业园规划建设特色食品

产业园、新材料产业园、装备制造

产业园 3个专业园区，实现特色中

小企业集群发展；引进钛锆成品

管材生产线、兴元石油机械配件等

17 个制造业项目，今年 7 月起项

目将逐步投产。

凤县汉和新材料二期项目 6

月 14 日正式建成，5000 吨高端

铜箔生产线已经投产。企业负责人

告诉记者：“为确保项目建设进度

和效率，凤县用 15 个工作日办齐

开工手续，保证了项目顺利开工。

在建设过程中，工作人员还点对

点、手把手协助我们申报落实高新

技术企业所得税减税、信贷等扶持

政策，保证项目建设一气呵成。”

眉县年产 100 万件汽车零部

件及新型激光技术与研发项目，尽

管前期受疫情影响进度有些滞后，

但疫情平稳后，县上措施给力，他

们重新规划工期，加快进度，不到

3 个月，一座厂房就建好了，今年

10 月底可投产。

我市持续深化“一网通办”“一

窗受理”“最多跑一次”等改革，企

业登记审批平均时间缩短至 2 个

工作日以内。安排规划、生态环境

等部门提前介入，加大土地收储供

应力度，按需保障土地供应、环评

审批等要素。

宝鸡人以“舍我其谁”的担当

精神，“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在价

值观、生产力、执行力上革故鼎新，

使项目加速生长，极具活力。

新实践    新挑战
推动凤香型白酒产业发展壮

大的规划，由来已久。

经过持续建设，西凤酒 3万吨

基酒储存项目已竣工投用，3 万

吨制曲项目全面试产，3 万吨制

酒项目 13 个子项工程主体全部完

成……西凤酒将彻底解决长期以

来受制于产能的“短板”，蓄势腾

飞，回归一流名酒序列。

近日，陕西柳林酒业集团生物

科技园项目竣工投产，作为提质技

改及工业旅游项目，企业将提高凤

香型白酒传统制曲工艺、大曲产能

和基酒品质，奏响新消费乐章。

新风口，当有新实践新作为。

今年宝鸡实施产业化项目439

个，年度计划投资 700.33 亿元，前

5个月完成投资391.84亿元。

宝鸡吉利 10 万辆新车型技改

扩产项目，二区、三区已基本完成

地坪施工，一区地坪已开始进行浇

筑，建成后预计实现年产值 200 亿

元，带动吉利在陕西全产业链全面

升级。

广东海大集团西北基地（扶

风）种养加一体化项目，将建设

40 万头规模生猪养殖设施，年产

40 万吨规模饲料的原料仓库、生

产车间等设施，及海大饲料研究

院西北博士站等。目前项目已完

成投资 2.6 亿元，养殖基地正在

建设，饲料加工基地办公楼、仓

库、生产车间等均已建成，预计 9

月底投产，项目建成后将对西北

地区生猪养殖产业发展起到带动

作用。 

……

没有现实的培根固基、静心延

链补链强链，就谈不上实质性的收

获和跨越。宝鸡的项目建设增强针

对性，照顾全面性，是一心一意谋

发展的生动例证！

城市发展主要靠产业支撑。今

年以来，宝鸡强力推动钛及新材

料、汽车及零部件、优势装备制造、

食品工业四大优势产业发展，助推

企业在融资、品牌建设、市场拓展、

技术创新等方面取得突破。

有关专家认为，宝鸡作为老工

业基地，国有企业的产值、人才和

技术力量等，对整体产业的贡献很

大，但“航母”领航下，“帆船”多，中

间级的“舰船”少，迫切需要链主企

业多带中小企业“小升规”，变“专

精特新”和“小巨人”企业，形成高

中低有梯度的发展格局。

这些期望在项目推进中会一

点点“照进现实”！

今年以来，宝鸡的企业负责人

从民营企业座谈会、全市钛及钛合

金产业链工作专题会、汽车产业链

重点企业座谈会等一场场经济形

势分析会上，了解到了宝鸡抓实体

经济的信心和决心，对产业的深刻

把握，以及更多对各类资源要素配

给的真招实招。

沧海横流显本色，砥砺奋进开

新局。在这个发展新起点，满载西

秦儿女的殷切希望，宝鸡这艘经济

航船，不惧挑战，破浪前行！


